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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变换显得无能为力。Curvelet多尺度变换可以对时空信号进行最稀疏表达，能够获得最优的非线

性逼近。通过分析地震信号在Curvelet域三维空间的特征，认为时空信号的不同波组成分在

Curvelet域存在明显的差异，可以从频率、角度和空间位置实现有效反射波和干扰波的分离。理论
模型与实际单炮记录处理结果表明，Curvelet域方法在分离干扰波、突出反射波的同时，可以较好

地保持有效波信息，保真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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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Ulti-SCale analySiS Can e行eCtiVely deSCribe the Sign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erent SCaleS e仟iCiently

 and iS Widely USed in Signal prOCeSSing.CUrVelet tranSfOrm iS CharaCteriZed by OptimUm SparSeneSS COnstraint C0n—

dition that Can deal With line-like phenOmena in high dimenSiOn.ThroUgh analyZing the signal CharaCteriStiC in

 CUrvelet dOmain among diferent waveS，we think they haVe SignifiCant diferenCe in freqUenCy，angle and pOSitiOn.

SO WC Can emp10y CUrvelet tranSfOrm to Separate interferenCe Wave frOm effeCtive wave.EXampleS Of proCeSSing

 the model data and field data illUStrate itS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wave SeparatiOn，it Can prOVide SUperiOr

 interferenCe wave attenUation With minimal impaCt On the deSirable Signal COmpOnentS，and itS reSUlt haS gOOd fi—

delity.    ‘
Key WODdS：CUrVelet tranSform；  WaVelet tranSfOrm；  mUlti-sCale analySiS；  SeparatiOn Of WaVe 6eld

    自小波多尺度分析出现以来，小波分析方法在

地震资料处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5】  ，这主要得

益于小波的时频局部分析能力。而二维离散小波变

换是一维小波变换的张量积，角度分辨率较低嘲。由

张量基构造的二维小波，在进行图像处理时，方向

性提取不足，只能在水平、垂直、对角线等几个有

限的方向进行表示和检测，这使得图像信号中的线

状变化特征不能很好的被表示。所以，当图像信号

中含有多方向的线状变化特征时，小波变换就不能

对其进行有效的表示和检测，不能获得最优的，甚

至是“近似最优”  的非线性逼近。因此，在压制干

扰波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损伤有效波信息。针对这

一局限性，Cand爸s等人在1999  年提出了Curvelet

变换‘7-8】  。Curvelet是多尺度变换，可以对高维信号
进行最稀疏表达，能很好地处理高维信号的线奇异

特征。近年来，该方法被迅速应用于地球物理领域，

仅2008年，Geophysics和The Leading Edge就刊登
了数篇关于地震资料噪声压制、多次波分离以及数
据压缩等领域的文章‘9—12】。

    本文分析了Curvelet变换的数学原理，并针对
复杂地震资料波组特点，引入角度剖分量A描述地·

震资料中波组的角度信息，可以在Curvelet域充分

利用波组间频率、空间位置及角度的差异实现波场
分离。最后，通过模型数值计算分析及实际资料处

理，表明Curvelet在分离干扰波的同时，可以有效

保持有效反射波信息，实现信号的保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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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法原理

    Curvelet变换可以对时空信号进行最稀疏表达，

能够有效地描述具有线奇异特征的高维信号。干扰

波与有效反射波在Curvelet域U，鼠七）三维空间有明

确的物理意义，从频率、角度和空间位置差异实现

波场分离将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1.1  Curvelet变换

    在二维空间，设空间域变量为工，频率域变量

为w，频率域的极坐标为r和口，Z  为方向参数。先引

人一对窗函数：半径窗W（r）和角窗Ⅵ（f）  ，W在

，∈  （1，2，2）支撑，y在f∈  （一1，1）支撑，且满足容许性

条件：

  （1）

（2）

对于每一个J  ≥Jo，利用傅里叶变换定义频率窗

  （ 3）

其中  I，，2J是J，2的整数部分。

利用傅里叶变换定义Curvelet“母”  函数

    9， （ 颤 ” ）  =U  J（ a"）   。     （ 4）

称9，（工）为Curvelet“母”  函数。其他尺度的Curvelet

函数都可以由该“母”函数缈，（z）经过旋转平移得到。

定义旋转角度岛：2兀.2—【J72.I.1  ，Z：0，l，⋯，O<岛

<2，c；平移参数七=（七l，足2）∈  Z2，Z为实数域空间，则

.定义在尺度  2。，方向6I，位置工？”=尺矗，1

（忌1·20，七2·2一J72）处的Curvelet为

    纺.f，I（工）  =缈J（Ra？0一工t̂‘  ））  o    （5）

其中  心=（—cos秒sln】 表示护弧度的旋转；巧1

表示尺口的逆，有R口1  =R否  =R一口，则函数月【工）  ∈￡2（尺2）

的CurVelet变换可表示成其与CurVelet函数纺.f.t（功

的内积：

  （6）

由此可知，给定一个Curvelet，经过伸缩、平移和

旋转可以生成L2（尺2）（平方可积函数空间）的紧标架，

这就意味着它具有重构公式

    ，（工）=∑（，  （z），伊J，f.t）  ，    （7）

    （，.f.t）=肼

式中  伤，1.t表示由指标U，鼠足）确定的Curvelet族；

肘表示指标集。

    可以看出，Curvelet具有很强的方向敏感性：

由式（5）可知，在尺度jf上总共有2L∥2J个方向。令尺

度为D（D=21），则方向的变化步长址2方。对于

某个变换尺度-，，若在Z方向有目标信号存在，则其

Cunrelet变换的系数相对较大，因此，可以根据目

标信号的方向特征、空间位置及频率特征在Curvelet

域对干扰波系数进行处理，保留有效信号的变换系

数，实现波场分离的目的。

1.2  旋转角度剖分及波场在CurveIet域的物理

    意义

    对定义的旋转角度岛，可以加入角度剖分量A，

即有易：2兀/A.27LJ倒.Z  。这样，对应的Cunrelet具

有很强的方向敏感性，在尺度J上总共有A.2L∥2J个

方向，可以较好地描述不同方向的特征信息（图1  反

映的是角度剖分量A取8时的Curvelet频率域数字

化块）。

    图l  Curvelet频率域数字化块
    Fig.l  CUrVelet tiling Of frequenCy
    阴影部分为J尺度m方向的Curvclet

    图2  分析了不同频率、方向的波组信号在

Curvelet域分解特征。图2a是模拟时空域地震信号，

图2b—图2g是  Curvelet域U，鼠七）三维空间信号特
征。可以看出，Curvelet域（，，豌D三维空间可以将

时空域不同频率、方向以及空间位置的波组很好的

分离开来。

2  数值计算

    图3a为合成地震剖面，包括30 Hz有效反射波

（图中2条弯曲同相轴），幅值为1；10 Hz干扰波（图

中倾斜同相轴），幅值为2；随机干扰，信噪比为

.SNR=0.5。处理的目的是在信息保真的前提下实现干

扰波分离。

    图3b是采用二维小波分析，利用传统阈值收缩



    图2 Curvelet域波组特征分解

    Fig.2  CUrvelet representatiOnS
    a—模拟时空域地震信号；b—Jzl，护=兀吖4；

  c—J=2，口  =兀盯8；d一，=2，口=，【，4；  e一，=3，一  =3，c，4；

    f—J=4，p  =7，c，  l6；  g一，=4，汐  =，c，2

方法分解到二阶得到的处理结果。分析可知，小波

变换受其角度分辨率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刻画二维

信号中的曲线变化特征，在低信噪比情况下利用阈

值收缩压制干扰波的同时，会衰减一部分有效信息。

从图3b可以看出，剖面中的lO Hz低频干扰与随机

干扰波被较好地消除了，但同时反射波能量变弱，

尤其损伤了大倾角、弯曲同相轴部分的有效波信息。

此外 ，从 图4c频谱图与图5b波形放大图像中可以

看出，小波处理结果中还存在一部分随机噪声，去

噪不彻底，且小波处理结果存在波形畸变（图5b）。

    图3c是在Curvelet域进行干扰波分离的结果。

将信 号分 解到4尺度并 选择适当的量化器函数对3

尺度、3兀吖4方向的10 Hz干扰波与4尺度、7【，2方向

的随机干扰波等区域进行矩阵量化，得到图3c的处

理结果。可以看出干扰波得到较好的分离，且有效

波信息基本不受损伤，信号保真度好（图4d、图5c）。

图3d为图 3a与图3c之差，从图中可以看出，该方

法可以很好的分离干扰波，同时对有效信息的影响

小。从CDP34的地 震数据波形图及其频谱分析结果

可 以 看 出 ， Curvelet变 换对 相对 低频 和相 对高

    图3  合成数据处理结果

    Fig.3  SynthetiC model data
a一原始信号；b一小波方法分离结果；  c—Curvelet方法分离
    结果；d—Curvelet方法去除的干扰波



图4  剖面信号第34道波形对应的频谱
  Fig.4  SpeCtrUm analySiS Of 34th traCe
 a一不含干扰波的原始信号；b—对应图3b；
    c一对应图3c：d一对应图3d

图5  图2b、图2c、图2d取第34道波形放大图像

Fig.5  Increased 70m trace in Fig.2b、Fig.2c、Fig.2d、

    （The red line is wavelet curves without noise）
    虚线为无噪声时子波波形

频的干扰波都有很好的分离效果，且在分离干扰波

的 同时有效保持了反射 波信息，处理结果保真度

较好。

    再从信噪比和均方误差的角度来看处理效果。首

先，给出信噪比（SⅣR）和均方误差（MSE）的计算公式。

设原始信号工，含噪信号y，都是M×Ⅳ的二维信号，

则含噪信号y的信噪比（SNR）与信号），与工的均方误

差（MSE）计算如下：

  （ 8）

（9）

    表l为对该剖面利用不同方法的处理效果比较。

可以看出，利用Curvelet方法得到的处理结果相对常

规处理方法均方误差更小，剖面信噪比明显提高。

    表1  不同方法信噪比和均方误差比较
Table l  COmpariSOn Of the methOdS With SNR and MSE

3  实例应用

    基于理论分析结果，进一步将该方法应用于某
油田实际数据（图6）。从图6中可以看出，由于工区
复杂的地表地质条件，剖面资料中存在很强的面波

及随机噪声干扰（图7a）。
    针对该区面波及随机噪声干扰，采用小波分析
及Curvelet方法进行波场分离。可以看出，在小波

域虽然可以衰减面波与随机噪声干扰（图6b），但同
时会损失部分有效波信息。从图7b频谱分析结果也
可以看出，相对低频的有效反射波信息被压制，且
随机干扰分离不彻底。
    图6c为采用Curvelet域方法分离的结果，干扰
波被很好地衰减，且在面波区域的有效波信息也较
好地突出出来；处理结果重构精度较高，剖面视觉
效果好，同相轴清晰、连续性好。图7c频谱分析结
果表明，Curvelet域方法在分离相对低频和相对高
频的干扰波的同时，可以有效地保持有效反射波信
息，处理后有效信息频谱得到恢复，主频和有用信
息的频带宽度都得到很好地保留。通过比较，利用
Curvelet域方法进行波场分离的效果要明显优于小
波域等传统方法。



    图6  实测数据处理效果图

    Fig.6 PrOCeSSing effeCt Of aCqUired data
a一原始地震剖面；b—小波阈值方法处理结果；  c—Curvelet方法处理结果

    图7  图6a、图6b、图6c取第45道波形对应

    的傅立叶振幅谱

    Fig.7  FOUrier amplitUde SpeCtrUm Of 45m traCe
    in Fig.6a、Fig.6b、Fig.6c
    a一原始频谱；b—小波分析后的频谱；
    c—CurveIet方法处理后的频谱

4结语

    随着地震勘探技术的发展，资料的保真处理越

来越成为地震资料处理的第一要求。“三高一准确”

是近 年来 地震资料处理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提法 之

一。Curvelet变换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信号处理方法，

其Curvelet函数可以针对地震信号进行最稀疏 表

达，在Curvelet域O，只七）三维空间中针对不同波组

成分实现有效分离。利用角度剖分量的选择能够适

应复杂地震资料的多方向特征，在有效压制干扰波

的同时，满足能量最小准则，有效波信息保持较好。

通过分析认为，Curvelet多尺度变换能够对地震反

射记录实现最优分解，且信号在Curvelet域可以从

多参数空间进行分离。因此，在噪声衰减、面波压

制以及多次波分离等领域将有更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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